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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稻沈农 9741的组织培养体 系的构建 

曹 萍 ，马勇光 ，李兴涛 ，吕文彦 ，吕香玲 ，于翠梅 
(1．沈阳农业大学 农学院，沈阳 110161；2．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沈阳 110034) 

摘要：以超级稻沈农9741的成熟胚为外植体 ，通过筛选基本培养基 、优化激素组合和调节培养基渗透压，构建了适合水稻特定品 

种的高效再生体系。试验结果表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采用 I3(NBB+2．0mg·L- 2，4-D)培养基可获得 95％ 的愈伤诱导率；愈伤组织 

继代培养采用 S3 fNBB+I．5 mg·L 2，4一D+0．2 mg·L～6一BA+500 mg·L 脯氨酸)的培养基能使愈伤快速增殖，并且保持良好的胚性； 

愈伤组织分化培养采用 D2(NBB+3．0 mg．L～6一BA+0．5 mg·L NAA+500 mg·L 脯氨酸)的培养基可获得 85％的幼苗分化率。该体 

系可用于超级稻沈农 9741的遗传转化和基因工程育种研 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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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issue Culture System of Super Rice Shennong 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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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mature rice emb~o from super rice Shennong 9741 as explants，a high efficient rice regenera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special rice variety was established by selecting basic medium，optimizing the combinations of hormones and adjusting the OS· 

motic pressures of the culture medium．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3(NBB+2．0 mg·L～2，4一D)induction medium was fa- 

vorable for embryogenic callus induction，with the induction rate of 95％．The S3 (NBB+I．5 mg·L～2，4-D+0．2 mg·L 6-BA +500 

mg·L- proline)subculture medium suited for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embryogenic calli。and the highest regeneration fre． 

quency reached 85 ％ in D2(NBB+3．0 mg·L一 6-BA +0．5mg·L一 NAA+500 mg·L一 proline)differentiation medium．The system es． 

tablished in this study could be in genetic manipulation and cellular engineering for the breeding of super rice Shennong 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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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稻沈农 9741是东北稻区大面积种植的一种广受人们喜欢的“口粮”品种之一【11．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进 
一 步提高其产量、品质和抗性，最终培育出新优品种将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尚未有关于这个品种组 

织培养的报道。本试验以沈农 9741品种为材料，探索适合的愈伤组织诱导和植株再生条件 ，从而建立特定品 

种的高效组织培养体系，为水稻转基因育种进行遗传转化的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 料和 培养 基 

试验用的超级稻品种沈农 9741由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室提供。水稻组织培养中常用的基本培养基有 

N6，MS，B5等单一培养基及由它们的不同成分组合在一起的组合基本培养基，本试验采用的单一基本培养基： 

N6；组合基本培养基：NBB(N6大量元素+B5微量元素+B5有机成分)，MBB(MS大量元素+B5微量元素+B5有 

机成分)，NMB(N6大量元素+MS微量元素+B5有机成分)。关于激素的使用，本试验在愈伤组织诱导阶段添加 

最常用的生长素2,4一D，在愈伤组织继代及分化过程中设立生长素及细胞分裂素的不同种类及浓度的组合，具 

体的愈伤组织诱导、继代及分化培养基的主要成分见表 1。此外各培养基同时附加 7．5g·L一 琼脂粉，30g．L一 蔗 

糖，pH值均为5．8。 

1．2 愈伤组织诱导、继代和分化培养 

选取饱满沈农 9741成熟种子，去壳后，用 70％的乙醇消毒 lmin，蒸馏水中冲洗 3次，然后用 1．2mg．g-ZHg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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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所配置的s4培养基上的愈伤组织生长迟缓，增殖速度显著 ㈨。I T 

低于对照，并且部分愈伤组织出现非胚性特征。这说明保持愈伤 g 80f r 

组织生长过程中的大量无机元素环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 l 上 

2．3 愈伤组织的分化培养 妻童 i 

在s3培养基上继代1次后的胚性愈伤组织转移到3种分化 垂毛 l 
培养基上，20d后统计愈伤分化率结果(图3)。由图3可知，在D2 镬要20f 
培养基上分化培养效果较好，愈伤组织分化率达85％，而且也最 u J，止  

早出现绿色芽点(10d左右)，15d后出现单个或多个簇生芽，接着 坩乔基 山 

伸出不完全叶 ，相继长出完全叶。在 D1和 D3培养基上的愈伤分 图3 不同分化培养基条件下愈伤组织分化率 

化率则较低，而且都在15d后才相继出现零星绿色芽点，同 !部 m 二e en i 
分愈伤褐化发黑死亡。这说明在愈伤组织的分化培养阶段，采用 。 

3．0rag．L--的细胞分裂素6一BA和0．5mg．L--的生长素NAA的激素浓度配比易于启动愈伤组织的分化，可获得 

较高愈伤组织分化率，有利于愈伤组织分化成苗。 

3 结论与讨论 

高效组织培养体系的建立是植物遗传转化的前提。影响水稻愈伤组织诱导和生长状态以及再生能力的因 

素很多，包括水稻基因型、外植体类型、培养基种类及温度和光照培养条件等闭。目前，一系列基本培养基被用于 

水稻组织培养，如常规的基本培养基 MS和 N6，以及由MS、N6和 B5培养基不同成分组合而成的组合基本培 

养基MBB、MMB和 NMB等都是经常应用的培养基，而且不同培养基适合于不同的品种【3'4]。本研究表明以MS 

或 N6培养基 的大量元素与 B5培养基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成分组合起来配制的 NBB和 MBB培养基对 于超 

级稻沈农 9741的愈伤组织诱导效果较好。此外，有研究表明在愈伤组织诱导和继代过程中交替使用不同基本 

培养基类型，即转换基本培养基法，可以加速愈伤组织生长，提高愈伤组织质量圈。但本研究采用转换基本培养 

基法却对愈伤组织的生长起到相反的效果。试验中愈伤组织诱导和第一次继代培养选用 NBB培养基，在第 2 

次继代时改用 MBB培养基后，愈伤组织生长量明显下降，并出现颜色黯淡和褐化现象。这可能由于水稻品种 

基因型差异所致，同时也可能与转换培养基的种类和时期相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激素是培养基中的关键物质 ，虽用量极小 ，但在植物组织培养中起着重要和明显的调节作用 ，同时品种间 

对激素种类和激素浓度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异【6_7I。本研究表明，在愈伤组织继代培养过程中添加500mg·L 的脯 

氨酸，同时配以优化的激素组合，使愈伤组织得以快速增殖，并保持良好的胚性状态。水稻组织培养研究早期 

大都采用幼胚或幼穗作为外植体，比较容易获得愈伤组织，但因为幼胚或幼穗较小 ，操作难度大，且取材受季 

节限制，因此作为转基因受体，建立成熟胚诱导胚性愈伤组织再生体系则更为必要。本试验以超级稻沈农 9741 

的成熟胚为外植体建立起高效的组织培养植株再生体系，可以作为遗传转化的受体系统 ，对超级稻种的基因 

工程育种及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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